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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UvA 經濟計量學院正門照 

學術 

 學校簡介 

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 

UvA)創立於 1632 年，為一理論型大學。校內共

有七個學院，分別是人文、社會與行為科學、經

濟與商業、法學、科學、醫學以及牙醫，而我所

交換的經濟計量學院為隸屬於經濟與商業部門、

在經濟專業領域享有盛名。 

與台灣的大學校園形式不同，UvA 的各個學院散

佈在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裡，所以不僅即便是修習

相同學院的課可能須騎腳踏車到市中心的另一處

教室，考試地點也有可能在城市的另一頭。 

 課程推薦 

我所選修的 UvA 課程基本上是每堂課包括每周兩小時授課、兩小時討論課，幾

乎全都為老師親自帶課，所以學生與老師之間有很多溝通交流的機會。而在我修

習的四門課中，我推薦大學部 Cultural Industries、以及碩士班的 Behavior 

Economics，這兩堂課不僅有趣且在討論課過程可以激發出不同想法，是我收穫

最多的課程。 

 Cultural Industries 

這門課共有六周課程，涉及行業從出版業、電影音樂、到設計等，討論文化

產業與商業行為的結合。然為了有充分的背景知識，課程亦要求相當的閱讀

量。除了每星期要閱讀老師指定的四篇論文或期刊文章，並依照老師所提出

的問題與組員討論後在課前繳交報告，討論課搭配每周主題亦須閱讀一短篇

延伸文章。雖然課前的準備很多，但一到課堂上老師以影片、圖片或簡短引

述做討論時，同學們可以很快的進入討論，呈現相對輕鬆的課程氛圍。尤其

討論課同學們與老師一來一往的拋出與回答問題的過程，常激發出有趣的想

法，師生間的交流很是熱絡。而在課程之外，我非常幸運地在討論過設計主

題後遇上荷蘭一年一度的荷蘭設計節(Dutch Design Week)。以在課堂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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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過的知識為基礎，我在參觀展覽時更能去體會所謂強調”生活感、實用”

的荷蘭設計，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左圖)與文化產業的荷蘭組員合照；(右圖)荷蘭設計節的圖誌 

 Behavior Economics 

這門碩士班的行為經濟學同樣需要課前閱讀兩篇指定論文，並在老師授課後

搭配上課、論文內容以及提問，每周在討論課前繳交一頁的個人評論以及相

關主題的實驗設計。而在最後期末考時老師提供三大主題供同學思考，引導

同學辨析的方向，要求每人研究適合的論文並寫出 5000 字的討論及實驗設

計，是堂扎實且有趣的課程設計。 

其中在討論課時，老師將分析相同主題論文的同學們分在同一小組，利用前

半堂課讓同學各自分享對論文的看法以及自己的實驗設計。這些交流不僅可

以找到不同的文章切入觀點、也聽到同學們的實驗創意，老師更會在討論課

後半堂分享他的個人觀點並提出他覺得有趣的同學設計。不論是老師或同學

間、或者是同學之間的交流，再加上每次可以拿到老師對個人作業的簡短評

語，我都覺得打造出這堂課的高品質，非常喜歡這堂課。 

整體而言，在 UvA 上課的經驗讓我處處感覺到授課老師對教學的認真與用心。

在其為理論大學的背景下，雖仍有部分課程以傳統經濟學授課方式如以老師講授

為主的教學，但仍不乏課間與學生的頻繁互動。半年下來，我觀察到不同於亞洲

學生習慣拼命抄寫，外國學生更習於在課堂上的聆聽與提問，顯得在課堂上相對

積極敢發言。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練習更表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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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文化交流 

 學校活動 

基本上，參與學校舉辦的國際學生活動、以及住在學校與租屋公司配合的國

際學生宿舍都是跟外國學生互動的很好機會。尤其一開始的新生周大量的認

識與自己同樣都是初來乍到的各國學生，其實是非常容易結交成朋友的。當

初很幸運的，我被分配到相處融洽的小組、且帶隊的當地荷蘭人也非常熱情

帶我們在城市走晃、並邀請我們到他家一起煮飯，與一群外國人 party、聊

天到午夜實是開心難忘的經驗。後來我們小組在學期間也不定期一起約做飯

或點心，然後在餐後聊天或看電影，讓這份情誼得以繼續維持下去我覺得是

很棒的事情。 

 

(左、右圖) 與朋友們在派對後的合照 

但另外有點可惜的是和當地荷蘭學生的交流比較少，除了是因為國際學生比

較容易相處在一塊之外，荷蘭人他們的圈子也確實較難打入。不過荷蘭學生

也是相當友善的，尤其當他們知道你是交換生時，會關心你的適應狀況、還

會主動推薦你荷蘭有哪些值得走走的景點。我剛認識我荷蘭課的組員時，我

們在第二次見面時就不約而同的交換了各自國家的點心；像是我帶了鳳梨酥，

他們則是帶了荷蘭人愛吃帶有肉桂及薑味的小餅乾。而且因為同組除了我，

其他三位都是荷蘭學生，雖然討論時我們主要以英文溝通，但當英文很難解

釋他們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時就會不自覺的轉換成荷蘭語，然後意識到時會

隨即表達對我的不好意思、幾個人又努力轉換成英文翻譯一次，很是可愛。 

 宿舍活動 

我們的宿舍共有三個荷蘭人舍顧，因為他們也是 UvA 的當地學生又跟我們

住在一起，所以有任何生活上的疑難雜症都可以請他們幫忙。他們常很熱清

地舉辦活動邀請大家參加，像是煮傳統的荷蘭食物讓大家品嘗、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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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ning dinner/drink 讓各舍胞組隊準備食物，再交由舍顧們安排流程，不

僅可以藉此認識不同樓層的房客還可因此吃到不同國家的美味，非常有趣。

又或者他們在聖誕老人之夜(Sinterklaas-avond)邀請大家按照傳統、將鞋子

放在門外等待聖誕老人禮物，然後在午夜過後將巧克力、餅乾以及獎勵的小

紙條塞進鞋裡，讓我們這些國際學生也能感受到節慶的喜悅。 

而住在我這棟學生宿舍裡，因為必須與其他樓有共用廚房，無形中廚房也成

了成了分享不同國家食物及聊天的公共空間。我與我的樓友們會一起做東西

吃，或者在廚房一塊看電影，有機會也會在這裡舉辦以不同國家為主題的美

食之夜 dinner party，進而也增加了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藉由交談認識不同國家朋友的生長環境以及文化很好玩，尤其外國人對於台

灣的認識並不多，他們就會對我們國家有很多的好奇，像是交換之初帶去的

鳳梨酥都讓他們驚豔台灣有這麼好吃的點心。所以即使是小小交換學生也可

以有成功的國民外交。記得有一次在 dinner party 中的一個大桌子上印有

概略的世界地圖，於是就興起了找大家來自國家的地理位置。挺意外的是，

在場至少有一半的外國人可以指出台灣的大概地理位置呢，看來台灣在國際

上的曝光度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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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A) 選課： 

在修課方面，UvA 對交換生的修課學分並無特別要求，僅有一個 30 ETCS 學

分上限避免學生選修過多超出能力負荷。荷蘭的學分計算是 5 ECTS 起跳，

原則上總修習時數越多、所獲得的學分就越多。雖然他們跟台灣一樣的都是

學期制，但他們每個學期又細分 3 個 block，選課必須依不同的 block 來區

分。建議學弟妹可以在選課時就多選幾個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若最後覺得不

適合到時都可以在學期開始後再退掉；除了是因部分課程仍有檔修的條件外，

沒選到的課雖可以在學期開始後加選，但每加選一門課都需要再額外支付 20

歐元的手續費給學院的行政組。據 UvA 學生的說法是，學校這幾年不斷在變

更體制，所以若有學弟妹將來有機會到 UvA 念書的話可能要多留意最新的選

課以及考試登記的制度，以免喪失了自己的權利。 

B) 居留證註銷 

要回國前記得先到市政廳辦理居留證的註銷。只要帶居留證、回國後台灣的

英文地址，並告知離境的日期即可。若未辦理註銷，據說可被加徵稅額。 

C) 退宿 

當初在辦理住宿申請時就會被要求填寫住宿期間，若後來交換期間變長、則

可以申請延長住宿。一般來說，入宿時就確定是否清單上的物品都完好、且

退宿時的房間檢查也建議學弟妹在場以確保自己的權益，否則一有差池就無

法拿回全額保證金。 

 


